
蓖+、蒸_『}蘸

壤I熬辫Il一甏j豢j灌





《顺义县税务志》编写领导小组

组长戴昌林

副组长徐贵生杜天苍 孙玉亮 尤福旺

顾问 王景纯石宝玉

成员张云燕 吴常清 倪文和 周启Jl质
张振嘉

《顺义县税务志》编写组

张云燕 吴常清 周启顺

摄影张宝文张云燕 吴桂云



《顺义县税务志》编写领导小组

组长戴昌林

副组长徐贵生杜天苍 孙玉亮 尤福旺

顾问 王景纯石宝玉

成员张云燕 吴常清 倪文和 周启Jl质
张振嘉

《顺义县税务志》编写组

张云燕 吴常清 周启顺

摄影张宝文张云燕 吴桂云



序

《顺义县税务志》是根据顺义县史志办公室的统一部署和要求

编纂的，它是顺义县有史以来第一部税务专业志书。

为了系统反映顺义县税收历史和现状，留存历史资料，提供乡

土教材，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1992年1月，我局组成了《顺义县

税务志》编写领导小组，确定了主管人员和写作班子，聘请了50年

代老税务局局长，原县人大副主任王景纯等同志为顾问。在资料残

缺，年代断档，寻访困难，时间紧迫，人员不足的情况下，我们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方针、政策为指针，本着“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历时两年，

完成了这部上限可溯源，下限至1993年的税务志书。

为编写本志书，我们不惜人力、财力先后派人查阅了顺义县档

案局，国家第二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唐山市档案馆、通县档案局

等地的有关档案1500多卷，摘抄资料卡片2550张90多万字，参

阅各种税收法规汇编及文件等约190多万字。同时，还多次走访税

务老前辈，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以弥补文字资料的空缺。在此

基础上，将资料分门别类，列出条目，秉笔直书，以3l万字的成书，

如实记述了顺义县税收的兴衰更迭。

为完成编写任务，编写组的同志们不负众望，以辛勤的汗水，

换来了税务志书的出版，同时我局有关人员对此也给予了极大的

关心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戴昌林

199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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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税收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分配，

按照法律规定标准，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

税收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也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展。因

此，税收也经历了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

社会主义社会。顺义县是我国古老的县份之一，早在5000多年前，

就已经出现了经营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部落，它的税收发展史是

与国家的税收史紧密相连的，它同样经历了封建君主制国家税收，

官僚资本统治下的税收，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税收等阶段。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顺义县的税收。早在我国的奴隶社会，税

收的雏形就已萌芽，出现了夏朝的“贡”、商朝的“助”、西周的“彻”、

鲁国的“初税亩”等，顺义当时的税收形式是以实物和力役为主，按

田亩数量缴纳租税，“地官司徒”曾掌管收缴纳贡的土特农产品等。

从秦汉到明清的封建社会，曲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税收

的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相应建立了封建税收体系。唐朝初期

的“租庸调”制，规定“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这一

办法实施了120余年，使经济逐步上升，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

元之治”的盛世。唐代中后期，豪强任意兼并农民的土地，均田制有

名无实，农民赋役日重，租庸调制被破坏，遂改行“两税法”、规定把

地税、户税、租庸调等一切杂税合并起来，分夏、秋两季征收，从而

扩大了征收面，充实了国库收入。明朝实行的“一条鞭”法，将田赋、

徭役、杂税等合并，按地亩征银，减轻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

系，并完成了由实物税向货币税的变革。清朝初期，随着社会秩序

的逐渐稳定，农业生产的恢复，人口逐年增加，但是农民的土地没

】



有扩大，因而负担不断加重，为了缓和这一矛盾，康熙52年(1719

年)，清政府作出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如额征钱粮人丁数内有

开除者即将新增人丁补足额数”的规定，康熙55年顺义县实剩人

丁分为三等九则共2838丁，年征银528两。雍正初年进一步推行

了“摊丁入地、地丁合一”的办法，将丁银摊入地亩合并征收田赋，

从而完成赋役合并即人头税归入财产税的过程。清朝顺义县征收

的主要税种有：当税、牛驴税、牙帖税、猪税、盐税、房地税、丁赋(人

头税)等。

民国时期(1912年——1949年)顺义县的税收。辛亥革命推翻

了几千年来统治中国的封建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在直隶军阀的

统治下，由于连年混战，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畜力、财力，政府为

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将财政危机转驾到人民头上，不断增税增捐攫

取统治经费。民国5年(1916年)起，顺义县公署将各项杂税的征

收改为投标招商包税办法，并相继开征了斗秤税、牲畜税、鸡子

税、大小牙行税及其附加费和名目繁多的租、捐、款等30余种。顺

义县人民不堪忍受政府的重税，1925年11月，顺义县800多名农

民和蛋贩奋起反对鸡蛋捐税，要求取消蛋捐，终于取得了胜利。

1928年，国民党军进入顺义县城，开始了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

绅阶级的统治，在战祸连绵、国困民穷的年月，尽管顺义县征收的

税捐有30多种，而税收收入却连年下降，1933年全县仅剩194家

商店维持营业，全年应纳税洋3009元，比上年减少2400余元。当

年实收各税洋39248．50元，比1932年减少税洋11974．18元。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芦沟桥发动战争，从此顺义

县沦为日伪统治。为了从各方面搜刮民财，顺义县先后设立了稽征

分所，税务征收局，营业专税查验所等税务机构。1943年顺义县税

务征收局征收的税种有：牲畜税、屠宰税、斗牙税、秤牙税、大牙税、

小牙税、猪毛税、烟酒牌照税、当税，同时对上述各税还征收正税

50％以上的附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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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顺义县人民解除了日伪侵略压迫之苦后，又陷于国

民党的重税和统治之下，为了满足全面内战的需要，顺义县组建了

税捐征收处，后改为税捐稽征处。并开征了薪金报酬所得税，特种

过份利得税，筵席税、娱乐税等。

解放区的税收(1946年——1948年)抗日战争结束后，顺义县

同时存在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府，而人民民主

政府又同时存在于分属冀东和平北两个解放区的东部顺义县和西

部顺义县。1946年6月东部顺义县成立了税务局，隶属冀东解放

区税务局第十四支局，是时税收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人民经

济、开展对敌经济封锁，保障财政供给。征收的税种有出入口货物

税、牲畜税、斗秤税、烟酒税。为了配合解放军，把敌人困死在城市，

税务局在解放区和敌占区交界处的封锁带上，建立了税卡和游动

税务所，并在54个村发展乡村缉查员312人，对过往货物以有原

则的奖出与限入为方针，进行稽查，征收出入口货物税。1948年12

月14日，顺义县全境解放，税务局随军入城，接管了顺义伪税务机

构。随后解除封锁带，撤消税卡，取消出入口货物税，实现了城乡贸

易自由。’

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年——1956年)顺

义县的税收。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韵领导下，1949年3月统一的

顺义县建立了人民政府税务局，实现了人民税收“取之于民，用之

于民”的愿望。当年，顺义县税务局在潮白河以东的老解放区继续

征收工商业税、屠宰税、交易税等；在河西的新解放区，开展调查工

商业资金工作，为开征各税做准备。1950年1月，政务院颁布了

《全国税政实施要则》，统一了全国税收政策，建立了新的税收制

度，决定统一开征14个税种，顺义县结合本县实际，当年开征了货

物税、工商业税、临时营业税、印花税、交易税、屠宰税等。随着税种

的增多，管辖范围的扩大、税务机构和人员不断增加，1951年县局

机构编制为七所二股一室，即：城关税务所、牛栏山税务所、木林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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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所、张各庄税务所、杨各庄税务所、李遂税务所、李家桥税务所、

税政股、会计股、秘书室，全局共有干部47人。为了控制税源，增加

收入、方便农民、在远离税务所的乡村还设立了5个税务站，同时

协税护税网络遍布城乡，各镇分别设立了集市管理委员会，负责维

持市场秩序，减少偷漏税、代征交易税。在内部征管工作中，全县统

一使用由县税务局制定的发货票，并建立日记帐，为将来使用薄记

帐打基础。1952年7月，中共顺义县委做出《关于加强税收工作的

指示》，要求县、区委领导要积极组织学习宣传税收政策，每两个月

至少讨论一次税收工作。1953年，我国开始进入有计戈Ⅱ的经济建

设，顺义县税务工作，按照过渡时期的税收任务和税收政策，坚持

对公私企业纳税区别对待，繁简不同的原则，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

工商业，努力促进和迎接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1954年，顺义

县本着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端正政策、稳步前进的方针，在私营工

商户中开展了为时两个月的实报实缴老实运动，运动的开展不仅

打击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偷漏税邪气，并增加了税款。到1956年

全县农业已实现了合作化，个体手工业者亦都组成了生产社或生

产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由几百户的私营改造为25个公私合营企

业，对小商小贩分别组成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或经销代销等形式，

所有这些变化，给我县税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给稽管工

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开始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7年——1965年)顺义县的

税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税收工作的对象，从以资本主

义工商企业为重点，转为以社会主义性质的工商企业为重点，为了

使税收制度和税收管理同新的形势相适应，财政部于1958年进行

了第二次税制改革，其主要内容：一是合并税种，把货物税、商品流

通税、营业税和印花税，合并为工商统一税；二是简化了纳税环节，

对工农业产品基本上实行两次课征制度，取消批发环节征税；三是

对个别产品利润过大或过小的适当调整了税率；四是将原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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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中的所得税目，改为独立的税种称工商所得税。

在大跃进的形势下，由于经济工作中指导思想上的失误，税收

工作受到极大冲击，许多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废除，机构被合并

撤消，人员被调走。顺义县税务局和财政局合属办公，全局仅有一

室三科三所，即：办公室、计会科，业务科、预算科、杨各庄、李家桥、

牛栏山三个税务所，全局除配合财贸、农村整风、修水库的人以外，

实际从事税收工作的人员由40人减到20人，征管力量的严重不

足，使顺义县一度出现了有税无人收，漏税无人查的局面。

1961年，党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

高”的方针，从此，税收工作本着“全国一盘棋”的原则，正确执行税

收政策，加强管理，打击投机倒把，堵塞偷漏，促进城乡贸易，活跃

市场。1962年，顺义县八个集镇全面开征了集市交易税。随着税收

形势的转变，税务机构及人员相继恢复，1963年初，财税机构分设

后，一些骨干力量重新归队，并增添了新生力量，全局干部很快发

展到48人，其中八个税务所占31人，是时全县有固定纳税单位

2125个，在新的形势下，税收工作呈现出良好势头，全局首次实行

了税务所长、专管员、业务科(所)内勤岗位责任制，并开展了“双五

好”评比竞赛活动，在业务上先后贯彻执行了“国务院关于调整工

商所得税负担和改进征收办法的试行规定，”“北京市发货票和银

钱收据使用管理办法”，调整集市交易税起征点和改进临时商业税

的征税办法，开展税收自查和互查活动等，有效地改善了税收环

境，到1964年税收收入已达到686．1万元。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1976年)顺义县的税收。文化大

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财税机

构再次合并的顺义县税收工作也同样受到很大冲击和挫折，刚刚

恢复和建立起来的规章制度．被当作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全盘

予以否定，税收工作秩序被搅乱、税收基础资料被消毁，税务机构

被裁撤。1968年6月，财税局、人民银行、信用社、房管所四个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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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为财金局，下设政工组，办事组、农村组、企财组、财会组、房管

组、八个税务所也与当地信用社等合属办公，成立统一领导班子。

为了排除“左”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党中央

和各级财税部门曾多次提出各种维护国家税收，保证财政收入的

措施，留职工作的财税人员也多能正视现实、克服重重困难，坚守

岗位，坚持原则，依法征税，保证了税收收入的相对稳定增长(见附

表)。

1973年国家进行了工商税制改革，顺义县从1973年1月起

全面实行。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合并税种，把企业交纳的工

商统一税及其附加、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和屠宰税合并

为工商税，盐税并为工商税的一个税目；二是简化工商税税目、税

率。税目由108个减为44个，税率由过去的141个，减为82个，多

数企业可以简化到只适用一个税率。通过这次改革，顺义县保留征

收的税种有：工商税、工商所得税、屠宰税、城市房产税，车船使用

牌照税。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1977年——1993年)顺义县的税收。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调整、改

革、整顿、提高”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方针指引下，顺义县

集体经济迅速发展，个体经济日趋活跃，税源急骤增加，在新的形

势下，为了加强税务工作，1984年1月，顺义县财税局再次分设，

从此，税收工作又进入了一个全面加强的“黄金时代”，恢复时的顺

义县税务局共有干部124名，下设1室5科10所。随着经济的全

面发展，顺义县的税收任务越来越重，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顺义

县税务局干部队伍向着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方向迅速发展壮

大，到1993年底，全局税务干部增至396人，下设14个科室、18

个所站；有71人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有中专以上毕业生228人。

这支队伍担负着全县991户国营企业、3558户集体企业、103户私

营企业、4734户个体的税收征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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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

为了适应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经济情况，国

家将单一税制改为复税制。根据上级对税制改革和调整工作的布

署，顺义县认真贯彻执行并及时开征了新税。1980年至1993年陆

续开征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国营企

业所得税、国营企业调节税、国营企业奖金税、集体企业所得税、集

体企业奖金税、事业单位奖金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国营企业工资

调节税、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私营企业所

得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等。

顺义县经济的高速发展，税收体制的进一步改革，税务队伍的

扩大，人员政治业务素质的提高，有效地保证了税收收入的持续稳

定增长，在1983年县级税收收入3767万元的基础上，1988年一

举突破亿元大关。1984年到1993年的十年问，全县税收收入每年

平均以21．3％的幅度直线上升，1993年完成县级税收25943．1万

元，比1983年增长近7倍，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资金，为

顺义县跨入全国财政收入亿元县行列、综合国力排在百强县第十

八位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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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义县县级工商各税收人统计表

(1949年～3993年)

单位：万元

年度 完成工商各税合计 年度 完成工商各税合计

1949免 60．6 1972焦 809．i

1950短 57．9 1973盆 931

1951丝 70．3 1974年 1170．1

1952篮 118．5 1975盔 1478

1953盈 213．6 1976焦 1587．4

1954燕 257．5 1977焦 1847．6

1955焦 257．7 1978焦 2130．7

1956盔 258．2 1979盔 ， 2320．4

1957免 252．2 1980年 2204

1958盈 285．8 1981盔 2866．7

1959焦 S01．5 1982年 3503．2

1960妊 629．3 1983经 3767

1961矩 686．2 1984盔 4640．3

1962焦 548．2 1985控 6480

1963短 525．3 1986盎 6961．8

1964盆 533．2 1987丝 81SO．5

1965笠 565．4 1988年 10742．3

1966丝 499．1 1989盈 12457．6

1967焦 446．7 1990篮 14277．1

1968焦 652．2 1991短 16506．3

1969正 1206．7 1992定 i9848．2

1970焦 1320．7 i993篮 25943．1

1971焦 6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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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义县税务干部人数统计表

(1948年～1993年)

年限 人数(人) 年限 人数(人)

1948生 34 1971篮 148

1949焦 37 1972焦 205

1950焦 40 1973焦 126

1951焦 47 1974年 114

1952篮 47 1975盆 123

1953焦 43 1976焦 133

1954焦 42 1977盈 152

1955焦 39 1978盈 165

1956篮 40 1979焦 119

1957笠 43 1980焦 109

1958盔 42 1981年 99

1959矩 55 1982益 100

1960焦 60 1983焦 124

1961焦 1984篮 134

1962焦 36 1985篮 227

1963盈 49 1986焦 234

1964焦 54 1987焦 244

1965妊 76 1988年 259

1966焦 77 1989焦 333

1967焦 1990定 346

1968矩 64 1991焦 358

1969篮 1992盘 382

1970焦 146 1993篮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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